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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当我应邀为狄考文博士作传时，我已着手开始另一部作品的写作，并已完成了一些准备工作；但
我还是立即放下手头的活，投入到本书的写作之中。
之所以这样做，有几个原因。
尽管我和狄考文博士不是亲密无间的朋友，然而，从我们进入大学和神学院那天开始，我就逐渐走近
了他的生活，此后我们一直是非常要好的朋友。
我时常和他通信，也十分关心海外布道事业，因此，我对他可以说是非常了解。
我对他所取得的成就感到十分高兴，所以将神学博士学位正式授予了他，而这也是他当之无愧的。
我和另外几位他大学时的同学一致认为他是我们中间最可引以为荣的人。
当我辞去神学院院长职务之后，他立即写信来建议我利用退休后的时间作一次中国之旅，用我的口和
笔为这些从事福音传播工作的人们做宣传。
就在他去世前的几个月，他还给我寄来了有关这次中国之行长期发展方向的建议信。
在我十分意外地接到了让我为他立传的邀请之后，岂有推诿不从之理？
　　我写作此书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把一个无论是内心还是外表都真实的狄考文博士介绍给读者：他是
一个人，也是一个基督徒，同时还是一名传教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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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传记由狄考文在大学和神学院时的同窗好友、后任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的丹尼尔·韦伯斯特&#8226;
费舍博士撰写。
作为狄考文的同学和终生的知己，他站在资深学者和教育家的高度，对传主作了全面而深入的介绍。
书中除从大量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出发外，还通过引用狄考文生前所写的日记、书信、文章、著述等
，透过他的亲身经历与感受，使读者对传主本人和晚清中国社会以及百姓的真实生活有了全方位的了
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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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原作：丹尼尔&#8226;韦伯斯特&#8226;费舍，美国汉诺威学院院长。

丛书主编：周振鹤，1941年生于厦门，1978年考入复旦大学读研究生，师从谭其骧院士，1983年获历
史学博士学位，为我国首批两名文科博士之一。
现任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学术兼职有中国地理学会历史地理专业委员会
委员、中国行政区划与地名学会行政区划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
擅长政治地理、文化地理、地方制度史、近代新闻史、以及文化语言学、语言接触史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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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我们的主人公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看到的还是冬天的景色，但只要等到春天来临，它就会脱去银
装，披上色彩斑斓的春衣。
28年后，几乎也就是在他生日到来的时候，他登上了中国的海岸，在白雪覆盖、无路可寻的大地上艰
难前行，这块对他来说完全陌生的土地其实离他后来工作、生活并最终长眠的地方并不很远。
当他73岁与世长辞的时候，他终生为之祈祷、向往和奋斗的宗教的春天还没有完全到来，但有诸多迹
象表明它离我们已经不太遥远了。
　　现在流行一种观点，即传教士基本上是一个多愁善感的梦想家，他将严酷的现实生活抛在脑后。
这种观念尤其盛行于那些"精于处世的人"中间。
我一直致力于培训大量的献身于基督教的人们这一工作，由此对他们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到目前为止
，我还想不出有哪一个人拥有着像狄考文那样诚实的品质。
我的记忆中倒是有不少拥有着几乎完全相反品质的人。
当然，如果想要把福音传播到世界上那些最黑暗的地方并确保最终得以实现的话，的确需要有梦想，
这样说来，每一个天才的传教士就必然是一个多愁善感者和梦想家；狄考文就是这些人中的一员。
但是，在面对生活和工作经历的时候，他却远不像其他人那样受到挑剔和指责。
事实上，他是一个非常注重现实的人，以至于他最要好的朋友们都希望他不要太如此这般了。
我仔细翻阅了他写的多达数千页的日记、信件和文章，从中只找到一小段带有伤感情绪色彩的内容。
它是如此不同寻常，很有必要在此引用一下。
这是一封在1861年春天写给他的朋友（我猜想应该是邦就烈）的信，其中写道：　　我几乎一直生活
在乡村，尤其喜欢它那恬静的美。
我喜欢在这个季节里徜徉于绿色的田野之中，聆听吹过嫩叶的风声，然后在一处避风的河岸边或者是
一块长满苔藓的石头上坐下来，沐浴在春日那暖融融的阳光里。
我喜欢就这样冥想，时而追忆过去，时而憧憬未来，以便为应付将来严酷的现实生活集聚起足够的勇
气和力量。
　　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度，前景无比美好。
我很庆幸能有机会为她迈向辉煌做了我所能做的事情。
信奉上帝的基督教会注定会在这个地方经历无数次的磨难后取得最终的胜利。
　　──摘自1906年11月27日狄考文博士写给詹姆斯?穆尼(JamesMooney)的信　　在狄考文博士写这封
信的时候，新的中国还没有到来。
甚至还没有显露出任何迹象。
但可以确定的是，在束缚了中国数十个世纪的一望无际的冰层上出现了春季消融的迹象。
在地面上可以看到一些大裂隙，也可以听到蠢蠢欲动的声音。
人们有的站在岸上，有的站在冰面上，大声呼喊着："终于解冻了！
"这种显而易见的消融迹象看起来似乎是不可阻挡的，并会一直持续到河流上的冰都融化、旭日高升、
大地开始复苏之时。
但在这些事情都发生之前到底要经历多久呢？
对于这一点，恐怕即使是最见多识广的人也无法准确地预见出来。
当冰全部融化的时候会不会是突如其来的一股洪流带来大规模的破坏，从而使采取提前的预防措施变
得十分必要呢？
抑或是这种变化来的悄无声息、不露痕迹，以至于冰慢慢化成了水、静静地渗入到地下而默默滋润了
泥土呢？
新的中国很可能不远了，因为进步是人类文明和觉醒的法则，不可能拖延得太久。
狄考文博士能够在有生之年看到新的中国到来前的种种迹象，更让他的心情喜忧参半。
　　狄考文博士对古老中国的直接了解从1863年抵达登州到1903年最后一次休假归来延续了长达40年
之久。
在他去世前的五年内，他直接感受到了将要到来的新的中国的种种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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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他也格外有资格谈论中国现在的形势；因为他现在已不是第一次为中国做出贡献，从呼吁兴建铁
路、发展电报业、创建现代海军和陆军到创办学校，他最能够解释当今社会的进步和变化。
如果我们向赫德爵士(SirRobertHart)、丁韪良博士和狄考文博士这些有经验的前辈请教，便很可能了解
到整个事情的发展经过，因为他们几乎用一生的经验积累了解到了中国人真正的思想和精神；尽管在
当今的中国发生了一些变化，但这些思想和精神显然是不会完全改变的。
从一个方面来说，狄考文博士对于中国人民的热爱是毋庸置疑的。
在与中国人民共同生活的漫长岁月里，他把自己毕生的精力全部放在了提高他们今生今世以及子孙后
代的幸福生活上。
直到最后面临死亡的时候，他唯一不愿听从主耶稣召唤的原因是未能完成他所认为的为中国人民所做
的最伟大的贡献。
我们已经知道，在他关于义和团运动起因的分析中，尽管他对于起义者所做的恐怖之事和暴行感到心
碎和愤慨，但他仍然指出起义的一部分原因在于外国和外国人对中国和中国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
在山东有成百上千的中国人尊称他为教父，向他吐露内心的秘密，对他的信任也超出了其他所有的人
。
　　我提到他对中国人的这一态度是为了让所有人都清楚即将讲述的他的另一个态度──那就是他不
容许看到这种变化以失败而告终。
他绝不会让自己被中国人民族性格中严重的本质错误所蒙蔽。
几乎在他开始福音传道工作的同时，美国人由于《蒲安臣条约》(BurlingameMission)而热情高涨，他们
抱着盲目追随古老中国文明这一过激的看法，对中国的未来也充满了美好的期望，甚至传教士们也追
随时下的狂热之风，在美国国内刊物中发表文章支持这一观点。
在狄考文博士看来这是大大有悖于事实的，于是他写了一篇详尽的文章冷静地驳斥了当时的观点。
当时流行的观点认为中国人在过去的年代里是领先于全世界的，但是他认为在他们所夸耀的成就中没
有一项是足以让他们获此殊荣的。
中国人大部分时间是仿造别人的物品，即使是他们自己的发明、发现和创造出的体制，他们也不能充
分证明这些发明创造的能力是专属于他们而永久地予以拥有。
或许──他在文章中对于过分欣赏中国人这一对立观点所持有的看法──也同样在某种程度上犯了相
反的错误。
或许在随后的岁月里，他没有在当初所持有的观点上走得更远；但他从来不曾动摇过他的这一看法，
那就是在中国闭关锁国的年代里，一些民族性格得到了发展，但其中一些必须剔除，另外一些则要大
规模改革，只有这样，中国人才能站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中。
况且，无知、偏见和迷信依然在阻碍发展之路，也不可能马上根除。
他进一步认为，尽管现在中国社会上掀起了引进西方仪器的热潮，但除了一小部分人外，大多数中国
人和中国官员们的心中还持有对外国人的憎恶之情。
他还认为，由于中国人对外国政府所采取的背信弃义的做法，很明显这些国家是不可能一直都找不到
入侵的合理借口的。
在他看来，中国的法律仅仅是官员们一时的兴致所在，通常都腐败堕落，对于一个美国公民来说，无
论他是传教士、商人，还是工人，在中国这样一个风雨飘摇的朝廷制度下能够安然无恙的时代还远没
有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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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关注与评论

　　狄考文（CalvinWilsonMateer），1836年生于美国宾州坎伯兰，1863年底来华传教，被称为美国北
长老会在山东传教的三个奠基人之一，1864年，狄考文夫妇在蓬莱创立登州文会馆，1882年被美国北
长老会批准为大学。
1908年，狄考文在青岛去世，同年葬于烟台毓璜顶。
　　文会馆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影响很大，很多人认为是中国近代最早的大学。
在文会馆任教的，除了狄考文夫妇，还有一些著名人物，如美国媒介大亨卢斯的父亲路思义
（HenryWintersLuce），京师大学堂（北京大学前身）总教习丁韪良（WilliamAlexanderParsonsMartin）
等。
此外，据称袁世凯当年驻军登州时，因修理养护军械的技工是狄考文训练出来的，曾亲到文会馆参观
。
　　--邹新明：《狄考文与文会馆》（来源：烟台晚报）　　狄考文虽然是以传教士的身份来到中国
，但却是中国国内和国际学术界公认的教育家。
他所创办的登州文会馆，是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在中国现代教育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这里所谓中国第一所现代大学，是指包括外国教会、中国政府以及私人创办的大学在内的所有现代意
义上的学校⋯⋯他除了办教育，率先为中国引进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教育体制，培养了一批为中国
教育现代化做出贡献的人才之外，还为本地商人设计制造或联系购置了煤球机、麻绳机、织麻袋机、
打谷去壳机、磨麦粉机等；购置和制作了大量现代高等教育所必需的各种实验用仪器和设备；先后独
自或督率他人译编各级各类现代学校用教科书近30种，宗教著述近10种。
中国文学界所熟知的世界著名汉学家、瑞典皇家人文科学院院士、诺贝尔文学奖评选委员会委员、瑞
典皇家科学院院士、欧洲汉学协会主席马悦然（GoranDavidMalmqvist），在向西方传播中国文化方面
起了很大作用，而他的老师、著名的瑞典汉学家高本汉（KlasBernhardJohannesKarlgren），则可说是通
过自学狄考文的《官话教程：以方言为基础》过了汉语言关的。
狄考文主持翻译的《官话和合本圣经》被海内外公认为是最规范的白话即现代语言译本，其语言成就
，在新文化运动初期，对中国新文学起到了催化和示范的作用。
⋯⋯诚然，狄考文年轻时立志要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中国，那是从宗教信仰出发，决心向中国传播上帝
之爱，带有浓郁的征服异教的宗教冲动，但也无须否认那时基督教新教的海外宣教运动具有强烈的关
切民生和人类所有民族进步的属性，尽管这一属性是基于所谓基督救世和上帝之爱。
事实上，就狄考文的一生来看，与其说他给中国带来了基督福音、上帝之爱，不如说他给中国带来了
合乎时代进步要求的现代文明。
⋯⋯因之，说狄考文是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先驱和桥梁，毫不为过。
　　--郭大松：《近代美国北长老会在登州居住和生活过的人员及其著名事迹考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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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狄考文传：一位在中国山东生活了四十五年的传教士》狄考文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一间大学，他
在教育和翻译成就上远超过一般的来华传教士。
在某种程度上，阅读他的传记对我们而言就是对中国近现代史，尤其是中国近现代教育史和翻译史的
一种回放。
　　当我回顾最初的25年传教士生涯时，整个过程就像一场噩梦。
我在中国最后的15年却充满了奇迹。
古老的习俗和偏见正在逐渐让步。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片大好的前景。
世界上最保守、最不易改变的民族，一直秉承着过去古老的做法和传统，现在逐渐适应了、也准备接
受一切能够带来利益和繁荣的新事物。
福音传播已不再受到排斥和抵制，所有的人都愿意倾听。
我时常梦想现在能再年轻一次，投入到刚刚开始的前景美好的事业中去。
从大的意义上来说，基督教和世界的未来孕育在这个伟大的民族中。
　　——狄考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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